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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7年開始推

動地質公園的運動，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世界上有許多具有地質、地形景觀價值

的地方，在不宜讓世界遺產地的數量過

於氾濫的狀況下，雖然無法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但可以做為地方永續發展的基

礎。這樣的概念，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共

鳴。截至2019年底，全世界已經有147

個世界地質公園。

台灣推動地質公園運動，從1 9 9 9

年開始，至今20年，也有許多的進展。

地質公園的概念在經過17年的努力推介

後，2016年7月納入文化資產保存法。

並開展了法定地質公園的認證工作。

2 0 1 1年開始，在林務局的支持下，地

質公園成立網絡，每年舉辦兩次網絡會

議，提供全台各地質公園交流、成長的

平台。今年已經要舉辦第1 7、1 8次會

議。

2017年3月27日也成立了台灣地質

公園學會。更進一步提供協助各地質公

園成長的平台，並進一步與國際交流，

把台灣的實施成果，與世界分享。2019

年更由德國Springer出版社，出版英文

版的Geoparks of Taiwan。讓台灣的

地質公園在全世界有一定的能見度。

一、地質公園運動的歷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利用地質公園網絡，

將世界地質公園的成員，連結起來。讓成員

利用網絡的平台，一起成長。

從地質公園發展的歷程來看，台灣的

地質公園正式成為網絡，是在2011年時開始

的，那時候有6個加入台灣地質公園網絡。之

後，慢慢形成有9個地質公園的網絡。每年網

絡會議召開兩次大會，所有伙伴在這裡分享

與成長。

二、台灣地質公園的理念

台灣地質公園網絡主要是依據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的規範，慢慢發展至今，已經有9年

的歷史。主要的理念便是從地景保育著手。

透過環境教育，讓地方參與，發展地景旅

遊與地質公園產品，以使地方永續發展的理

想，慢慢實踐。

三、為何要設立地質公園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議地質公園運動，

引起世界各國共鳴。主要的原因是可以活絡

地方經濟，同時也能促進地方發展。而地

方可以利用各種解說服務，各項活動與產業

的發展，經營管理地質公園。台灣有許多地

方，都具有不同地景、生態與文化特色，過

去是以設立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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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保留區等方式經營管理。地質公園的倡

議，主要是透過地方的參與，透過中央與地

方政府部門與社區的經營管理，提供地方發

展的機會。

四、地質公園與國家公園有何不同？

地質公園是一種地方永續發展的概念

而發展的工程。主要是希望透過經營地方

具有特殊地景的地區，提供地方發展的方

式，因此地質公園是一種名片，也是一個

工具，提供地方發展的利基。基本上，就

是從地景的保育、教育著手，提供地方發

展旅遊、促進經濟活動的工具。

而國家公園則是以國家的力量，設立

國家公園，遂行保護各國家公園的生態、地

景、文化資產，提供各種保護、保育等研究

的機會，並以為世人永續利用的基礎。

地質公園的指定與廢止，是依據文

化資產保存法設立。地方級的地質公園

的主管機關是地方政府。國家級的主管

機關是林務局。經費來源是由地方政府

補助，以及地方級地質公園自籌。而國

家公園是依據國家公園法成立。主管機

關為內政部營建署，由國家編列預算執

行任務。依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有警

察、建管權，這是地質公園所沒有的。

因此兩者的出發點並不相同，地質公

園需要由下而上的整合，以促進地方的發

展。國家公園是由上而下的管理，避免珍

貴的資源，被有意、無意的破壞。

但是兩者都需要以保育為出發，

提供環境教育與解說的機會。地質公園

更需要有社區的參與，發展地方遊憩資

源。

五、地質公園有哪些面向

地質公園是一個地方永續發展的運動，

也是一個推動永續發展的工具。牽涉到保

育、教育、旅遊、文化資產保存、生態資源

的認識，還有地方的支持與否。因此推動地

質公園，需要政府不同部門與地方社區、民

眾乃至於學術界有一定的共識及支持。絕非

一個單位或個人可以達成地質公園的理想。

因此推動地質公園，需要各相關單位與社區

的配合與參與，而非只有主管機關的責任。

主要的核心努力方向如下：

1.地景保育：地質公園以地景保育為

出發點，避免特殊且具有科學價值的

景點，被有意、或無意的破壞。地景

的維護，也確保我們的生活品質。保

育是地質公園最核心的價值。

2.環境教育：地質公園透過環境教育，

提供地球科學與在地的故事，讓造訪者

瞭解環境的特色與地景的可貴。也是提

供在地知識傳承的機會。環境教育提升

我們的環境素養，也讓我們瞭解，我們

對環境有更多的責任。

3.社區參與：透過地方的參與，促進地

方產業的發展，同時也能藉著提供導覽

解說與相關服務，述說地方的故事。地

方參與更是愛護地方的最好實踐。透過

地方的參與，可以讓我們瞭解有更多的

參與方式，為地方服務。

4.地景旅遊：地質公園可以提供相關的

解說服務，提供造訪者不同的旅遊體

驗，同時也提供社區參與及地方產業發

展的契機。在地居民的投入，增強地方

社群的概念與共識，是推動地質公園的

重要動力，也是由下而上的扎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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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推動設立地質公園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台灣的地質公園的

設立，需要依照指定與廢止辦法辦理。並分地

方級地質公園與國家級地質公園。地方級地質

公園的主管機關是縣市政府。國家級的地質公

園主管機關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如果一地方有意願推動地質公園的設立，

依法可以由個人或社區或管理單位，例如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提出申請。透過提報書的撰寫，

說明資源特性與經營管理方法，並經過縣市政

府的會勘、公聽會與審議會議通過，才得以公

告為地方級的地質公園。

國家級的地質公園更需要有好的經營管理

單位，明確的核心區，明確的地籍產權資料與明

確的解說服務與解說資料的提供。同樣透過中央

的自然地景審議委員會的會勘、公聽會與審議會

議通過，才得以公告為國家級的地質公園。

要成為法定的地質公園，需要先取得地方

級的認證。經營管理有一定成效與規模時，才

能向中央林務局申請國家級的認證。

地質公園的認證需要先有地質公園的資源

調查與規劃，查清楚規劃地區，有哪些資源具

有特殊地資源意義，不宜被不當利用或破壞的

區域，屬於核心保護區。有哪些景點資源，可

以規劃利用，並能透過環境教育的方式，提供

造訪者學習、分享、利用的機會。因此推動地

質公園，需要將地景保育、環境教育、社區參

與與地景旅遊，都能一起考慮推動。

七、社區可以如何努力參與地質公園事
務？

1.社區認識地質公園的意義與參與地質公

園的經營。

2.社區的地景的維護與管理。

3.社區的資源研發成產品，並提高其附

加價值。

4.社區可以協助導覽、解說等服務。

5.社區可以利用在地的故事，說明文化

史蹟與發展的點滴故事。

6.社區可以提供各項餐飲、住宿服務，

促進地方產業發展。

7.社區可以參與網絡會議的平台，分享

經營成果與學習。

8.成立地質公園推動委員會是另外一

件重要的工作。透過推動委員會，地

質公園的大小事，可以透過這個委員

會的討論，決定如何處理經營管理等

大小事。

八、與世界接軌？

地質公園從1999年正式推動以來，世界

各國認同這樣的運動，引起許多回響。各國

地質公園儼然已經成為世界品牌。以日本為

例，日本地質公園推動委員會，10年內，已

經有44個國家地質公園，其中有9個陸續通過

世界地質公園的評鑑。台灣過去有9個地質公

園的示範區，未來也需要通過地質公園的認

證。期待有越來越多的地質公園通過認證，

並與世界接軌，迎接全世界對地質公園有興

趣的伙伴的到訪。

過去台灣囿於政治的影響，不容易參

加世界地質公園以及相關網絡的活動，也在

在影響台灣地質公園的學習、參與機會。這

些活動在可見的未來，需要我們不斷與各地

的地質公園有更多的交流。歡迎全世界的伙

伴，來到台灣，分享、瞭解台灣在地質公園

領域的努力。同時透過國際交流與參訪，地

質公園社區夥伴可以更進一步的提升視野，

做好經營管理地質公園的工作。                                            


